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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 

学习毛泽东一个重要编辑思想 

袁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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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3月8日，毛泽东在信中说：“《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 

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

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他在信中又说：“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

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

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同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信中说：“《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

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同年4月1日，毛泽东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

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矛盾论》一文，毛泽东做了认真修改，并将论形式逻辑这一部分删去。但仍根据作

者自己的意见，未按时间顺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而是收入后来出版的第二卷，

并在题解中说：“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到《毛泽东选集》第二次印刷

时，才按时间顺序，将此文改收入第一卷。 

    《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先后于1951年10月、1952年3月、1953年2月出

版。此后，又开始编辑第四卷。 

    第四卷的编辑工作，虽然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但是在别人，主要是胡

乔木、田家英、许立群、熊复、姚臻、王宗一等人，编好之后，仍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

稿。编辑和通读定稿工作，于1960年2月至3月在广州进行，一般每周要举行一次通读定稿

会。在会外，毛泽东还要做文稿的审阅工作。第四卷编好后，于1960年9月出版。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出齐以后，毛泽东就提出要修改注释。由于受当时资

料条件和其他方面的限制，不论在史实方面还是提法方面，注释工作都存在一些问题，需

要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田家英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到1965

年，第一至第三卷的注释校订全部完成，并陆续送毛泽东审阅。由于“文革”开始，这项

工作中断了。但后来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就是在那次修订稿的基础上重订

的。 

    三、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认真挑选和修改材料，精心撰写序言和

按语 

    1955年9月，毛泽东主持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同年12月，他第二次

主持编辑此书，书名开始拟改为《五亿农民的方向》，最后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 

    毛泽东对编这部书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

工作上。毛泽东曾经几次谈到他编此书的情景。1955年10月，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

“我是用十一天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篇报告。”又说：“我对这一百二十篇搞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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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1961年3月，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为

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出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

潮。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实际上，把两次审的加在一起，

毛泽东共审阅了两百多篇。毛泽东编辑这部书，首先是精选材料。他对材料的选择，既照

顾到四面八方，使之具有代表性，又尽量做到出类拔萃，使之具有典型性。先请别的同志

看了一千几百篇，从中选了120篇，以后又增加了一篇，共计121篇。经毛泽东审阅后，印

成样本征求意见。后各地送来了补充材料，于是进行重新编辑。从原来的材料中删去30

篇，保留了91篇，又从新送的材料中选出85篇，共计176篇。可以说是精选中的精选。 

    在材料选定后，又认真地修改文字，力求刮垢磨光，精益求精。毛泽东不仅要求参加

编辑工作的其他同志进行修改，他自己也亲自动手修改。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

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一清早，就退来一批他修改

好的稿子，再由其他同志进一步作文字加工。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

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题思

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

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3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

用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

样由荒凉的土 

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既简明，又吸引人。

还有一篇材料，发稿时的题目为《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垮台的教

训》，看初样时，毛泽东改为《解虞县三娄寺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垮台的教训》，看二校

样时，他又改为《严重的教训》，越改越简明。类似情况还很多。 

    毛泽东还为这部书写过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第一篇序言是1955年9月25日写的。后

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第二篇序言是

1955年12月27日写的。他在序言中讲了编辑此书的目的和经过等问题。他为此书写的按

语，也是前后两次写的。有19篇是1955年9月份写的，其余是同年12月写的或9月份拟就、

12月份作了修改。104篇按语共有24000多字，阐述了不少重要思想观点。例如，勤俭建国

的原则，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原理，克服困难、治穷致富的思想，农业多种

经营思想，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倡议，尖锐提出文风问题等。 

    再看看毛泽东在1955年9月至12月期间写的编辑此书的批语和书信，可以进一步了解

到毛泽东的认真严谨的风格。例如，关于修改工作：他给田家英写信说：“你和乔木各分

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请告乔木。”他在批语中说：

“文字上加以修改，使更加通俗化。”关于编排工作：他在批语和信中说：“依地区排

列，制一个目录”；“查明材料来源，注明在每一篇的题目之下”；“有几篇缺少刊物名

称或未注明时间，应查补”；“每省市都将有按语的篇放在前面”。关于校对工作：他在

批语和信中说：“请付工厂照改。每省的题目和每篇的题目，均照我在目录上改的去改

正”；“在题目和小题目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令照改”；“请即付排，照此校正勿讹”。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这部书还编写了注释和索引。毛泽东说：“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

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书后所附《简要注释》，共

计298条；《本书内容分类索引》，共分为47大类。此外还有《本书编者按语索引》。 

    这部书共有94万多字，分为上中下三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1月出版。为了使更

多的人了解农村情况，还出版了一本约27万字的节本。 

    薄一波在其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对毛泽东主持编辑的这部书

作了科学的全面的评价。他说，《高潮》这部书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这部

书，广泛收集全国各地的材料，经过毛主席的精心编辑，写了分量很重的序言和按语，引

起了全党对合作化问题的重视，也为解决办社经验不足问题提供了便利”。“《高潮》一

书有关说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的材料和按语，就整体而言是可信的，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按语中有些思想的基本精神，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不失它的指导意

义。”“《高潮》树立的某些典型，按语中提倡的某些思想，在我国人民中有过广泛而持

久的影响，其积极作用可以说远远超出了农业合作化的范围。”同时，他也指出：“由于

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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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选择标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高潮》一书所发生的消极作用也要估计够。对消

极作用作如实的估计，对于吸取历史教训是有益的。”

    上面介绍的三项编辑活动，只是毛泽东从事的难以胜数的编辑活动中的很少一部分，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他倡导的“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科学的编辑思想和原则，对于新时期的编辑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

    应当看到，今天大多数编辑工作者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编审书稿时，认真负责，严

谨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编辑出版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优秀读物，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不能讳言，有些编辑工作者并不是这样做的。他

们在编审书稿时，缺乏认真严谨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并没有弄妥当，就匆忙地甚至轻

率地出版了，结果带来诸多问题。有的思想内容发生了种种错讹，有的校对粗糙，文字差

错百出。这是需要认真改进的。为了进一步提高编辑出版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重温和学习

毛泽东对编辑工作的科学论述，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3年10月18日   

    本文引用的文献和著作主要有：《毛泽东书信选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毛泽东

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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